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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化物所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

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     

    由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张华民团队自主研发的全钒液流储能电池－LED屏幕示

范系统，自2007年7月至今，已无故障连续运行超过一年，累计运行时间超过

8800小时。该示范系统由千瓦级电池系统、能量管理控制系统和LED屏幕(负载)

等三部分组成，其核心是额定输出2kW的全钒液流电池系统。迄今，电池系统的

输出性能未见明显衰减。上述成果表明，大连化物所在提高全钒液流储能电池

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。 

    同时，该研究组在研制大功率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系统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

展，已成功研制出第一代100kW级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系统。该系统由10个额定输

出为10kW的全钒液流电池模块组成，这也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液流储能电池

系统。目前，已完成系统的设计、集成和调试等工作，正在对电池系统进行优

化和测试。初步测试结果表明当电池的输出功率达到100kW时，电池的充放电能

量转换效率超过72%。通过对系统的进一步优化，效率可进一步提高。 

    全钒液流储能电池是一种电能储存装置，主要由电池模块、电解质溶液和

电解质溶液储存输送体系、以及能量管理控制系统等部分组成，与其它化学储

能技术(如二次电池、电化学电容器等)相比，全钒液流电池在规模储能方面具

有独特的优势，如能量转换效率高；蓄电容量大；容量和功率相互独立，二者

可分别设计；可靠性高；系统运行和维护费用低；尤其是具有运行安全和环境

友好等优点，因此成为大规模储能技术的首选之一。 

    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：应用于电力系统，可为电力系统

提供一定的备用容量，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；还可用于电力系统的

“削峰添谷”，实现节能减排。应用于分布式发电系统，可用作其中的储能单

元，实现分布式电站的稳定供电，提高发电的可靠性，并实现分布式发电与大

电网的并网。应用于可再生能源(如太阳能、风能等)发电，可调节可再生能源

发电，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此外，全钒液流储能电池还可

用作重要机关和部门的备用电站、不间断电源等。 

    上述成果的取得将推动液流储能电池的产业化进程，并进一步促进该技术

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普及应用及节能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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